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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图像与文学：文化转型时代的文学生存与发展问题研究》当前文化转型的焦点是读图时代的来
临，这给文学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与生存困境。
第一章说明当前文化转型的种种表现以及思想家对于文化转型的批评立场。
首先阐释文化转型的历史，然后交代文化转型的现实体现，再说明新型媒体对于文化的建构与解构的
力量，最后说明思想家对于文化转型的矛盾态度。
第二章主要对文化转型的焦点——“读图时代”和“视觉文化”相关问题进行论述。
首先，从梳理“图像”、“图片”、“视觉”等概念起步，介绍了米歇尔等人的图像学研究；其次，
从人类的主观方面和图像的客观方面说明读图时代出现的各种条件；最后交代技术对于视觉文化之形
成的作用以及由此出现的各种技术理论。
第三章主要说明“身体”这个视觉图像及其消费景观。
首先介绍中西历史上的“身体”表现和“身体”观念；其次从逻辑上说明身体存在的合理性，并交代
社会学、人类学、哲学、美学等对于身体的辩护；再次描述身体在消费社会和读图时代被消费的各种
情况；最后重点介绍文学中的身体消费，由此进入对“消费性身体写作”的评价。
第四章主要交代当前文学的发展“生态”。
首先，主要从广播、影视和网络等方面，说明当前时代为文学发展所提供的新的生存机遇；其次，说
明电子媒体对文学发展所造成的诸种危机，并从社会和审美两方面说明文学危机之所以形成的原因；
最后说明文学在当前时代自我适应而激变出来的生存策略。
第五章介绍文学的种种终结理论，并结合文学本性问题对文学终结论作出一定的解释。
首先评析黑格尔、丹托、卡斯比特、夏志清、米勒等人的艺术终结论或文学终结论；其次，主要从文
学与绘画的比较角度，说明文学终结的不可能性；最后，从文学语言和文学想象的角度，一方面说明
文学之终结只是一种理论的臆测，另一方面表明语言性和想象性是文学的基本特性。
第六章说明当前文化的意义危机以及文学在意义拯救方面所具有的价值。
首先以现象描述的方式，交代当前社会的各种意义危机；其次解释各种“意义”理论，说明生命意义
的构成要素及其精神维度；最后阐释文学世界所开显出来的各种“意义”之路，进而指出文学未来所
具有的坚定的人类学精神根基。
《图像与文学：文化转型时代的文学生存与发展问题研究》由何林军所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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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身体写作的诸种表现3.4.3　对消费性身体写作的评价第4章　当前国内的文学“生态”4.1　文学发
展的新机遇4.1.1　广播和影视的积极影响4.1.2　网络的积极影响4.2　文学的生存困境4.2.1　媒体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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媚俗化第5章　图文之争与文学终结论辨析5.1　艺术终结论和文学终结论之种种5.1.1　丹托与卡斯比
特的艺术终结论5.1.2　夏志清与米勒的文学终结论5.2　从诗画之争到图文之争5.2.1　达·芬奇论画与
诗5.2.2　莱辛论诗与画5.2.3　当代的图文之争5.3　从语言角度看文学终结论5.3.1　文学定义与语言的
文学位置／24l5.3.2　语言的历史性与存在性5.3.3　文学语言的变形与陌生化5.4　从想象、虚构角度看
文学终结论5.4.1　想象的内涵与特点5.4.2　想象在文学中5.4.3　从想象到虚构第6章　文化危机、意义
拯救与文学未来6.1　当前时代的文化危机6.1.1　娱乐化与商品化6.1.2　快感化与欲望化6.1.3　感性化
、物质化与平面化6.1.4　庸人化、童稚化与弱智化6.1.5　非历史性与碎片化6.1.6　非审美化或“去无
耻化”6.1.7　非主体化与懒惰化6.2　生命意义及其精神维度6.2.1　定义“意义”的各种思路6.2.2　生
命意义的构成要素6.2.3　意义的精神维度6.3　作为精神和意义存在的文学世界6.3.1　文学是“理想”
与“无限”的艺术6.3.2　文学是“大我”与“爱”的艺术6.3.3　文学是“否定”与“超越”的艺术6.4
　人类的未来与文学的未来参考文献后记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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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图像与文学：文化转型时代的文学生存与发展问题研究》是讲图像、文学以及二者之关系的。
其中我们将看到如下精彩内容：首先，文化发展的历史就是文化转型的历史；电视和网络是当前以至
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最大的“杀手”。
其次，“看”不仅是一种简单的生理行为，更是一种复杂的心理行为和文化行为；人类的好逸恶劳等
本性，是当前“图像霸权”与“欲望叙事”的重要心理基础；技术的问题，从来是人自身的问题。
再次，身体既是肉体，又是文化；明星既是商品化身体的最大受益者，又是身体消费神话最有力的推
动者；美丽既是一种“暴政”，又是一种生产力。
复次，中国古代的语言崇拜与语言蔑视同时存在；中国古典诗歌和文言文的魅力在于以舍弃文字的方
式凸显了文字之美；当前文学应学会从“独舞”时代进入“群舞”时代。
最后，世界从未像今天这样普遍地推行“平庸崇拜”；文学对于世界的拯救不具现实之必然，但具逻
辑的无限可能，因为真正的文学开创了逼问意义、建构意义、领悟意义的历史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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